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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’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，以中国共产党

(简称中共)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为准绳，实事求

是记述冷水江市自然、社会的历史-9现状。!
．

。

二、本志上限不限，下限止于1 987年。记述的重点为1 970～⋯

1 987年。．1 988～1 992年的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主要指标见附录。

三、，本志采用述、记，志，，传、图、表、录，以志为主。首列概

、述，总揽全书；次列大事记，分述清光绪二十三年(1 897)锡矿山开

采锑矿后发生在市辖区域内的大事、要事、新事；然后是志事、志

物、‘志人，为全志主体；最后是附录；照片相对集中，图表随文插

．附。 ’．

’

四、本志采用中，小篇结构，本着事以类从的原则，，横分门类，

类为一篇。篇的内容一般不受行政隶属关系的约束。坚持横排竖写，

参以纵横结合。全志设23篇(不合篇首、大事纪、附录)、’'03章、

363节．
’

．

五、本志文体为语体文、，记述体。《大事纪》以编年体为主，辅以
，

一

纪事本末体。‘ 一 ，

六、机构设置不立专篇，，或章中立节，或随事记述。领导入更迭

表，记市、团级正副职。’

，，七、为突出地方特色，将锑业和煤，电业从工业中析出单独设

篇。 一’．· ． ，

八、本志各项数据，1 970年以后的，一般采用市统计局的统计



凡 例

数；统计局缺的，采用有关单位提供的数字。各项经济数字入表．者， 。

1 970～1 987年的按1 980年不变价格计算。 、

’

·

九、行政区划、党政机构、职官名称及地名等均按当时称呼。古

地名视需要注今地名。朝代名称，沿用历史正称。如清朝、中华民国．

(简称民国)j‘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“新中国"。第一次建市，指1 960

年2月；第二次建市，指1 969年1 O月；建市前的“冷水江范围?称

。境内一，建市后的中共冷水江市委员会、冷水江市人民委员会、冷水

江市革命委员会、冷水江市人民政府，冷水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
员会、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冷水江市委员会，简称市委、市人委、

市革委、市政府、市人大、市政协。
’

‘．

’

‘十、本志中涉及1 953年以前流通的人民币旧币，其币值一律换

算为人民币新币币值。+ ．。
．

十7一：人物篇由传记j传略、革命烈士英名录，’以及省以上评定’

的劳动模范或先进生产(工作)者名录组成。立传人物皆为已故者。

人物排列以卒年先后为序．传主一般为对历史发展有较大影响的人

物。
’

，

o ，‘

十二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不另设篇章，分别

记入有关章节或大事记。 ，

．．

，．

十三、本志所称市中心系指市政府机关所在地。

十四、本志所取资料，来自省、地、市档案馆和新化县档案馆，

以及有关专业部门或知情人、当事人的回忆记录，均经考证鉴别，不

注明出处。 ．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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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言

《冷水江市志》历经七载，四订篇、目，‘三易其稿，三审定稿，终于，·

出版面世。这是我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丰硕成果，具有重大，

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。+

冷水江是一座在锑、煤大规模开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兴工矿

，‘城市。这部志书既是。世界锑都一锡矿山九十年的开采冶炼史，也是湖

南省近四十年来重要能源、原材料基地的建设史，更是新城十八年的
·‘ 成长史。，志书内容丰富而深刻，既有令人振奋的辉煌成就及其经验，

又有使人警觉的失误、挫折及其教训。这对新城的建设者和后来者，

无疑是一笔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： 7．

，

’，

我国修志，源远流长。在编纂这部市志的过程中，．我们注意了学

>--j和继承传统，运用其有用经验，同时，面对社会主义的、现代化的

城市发展史，7在志书的体例结构、时间断限、地方特色诸方面，又进

行了大胆探索和创新。。读者在翻阅这部志书的时候，可以体察到我们’

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。然而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我们这种’’

努力‘的客观效果怎样，还得由广大读者、方志界的专家学者去评判，

在历史的长河中接受实践的检验。‘ ． ：
．

编纂地方志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，是集体力量和智慧的结

晶。《冷水江市志》的出版，是各方面的通力合作和上级领导机关大力

·．支持的结果。我们由衷地向为这部志书付出了辛勤劳动的领导、专

家、修志同仁及同志们表示谢意。 ，

历史是要由后人去评说的。这部市志编纂得如何，也得由后人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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冷水江是伴随着工矿业的发展而新建的工矿城市。1970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

．5383万元，其中工业产值3290万元，农业产值2093万元。至1987年底，全市工

‘农业总产值达57996万元，其中工业产值54160万元，农业产值3836万元。分别

，为1970年的10．77倍，16．46倍和1．83倍。随着工农业的发展，商业及教科文卫

事业亦相应兴起。1970年，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只有1931万元。至1987年底

达16611万元，增长7．6倍。1970年全市有中小学校106所，学生21010人，至

1987年底，学校发展到209所，学生增至6301 1人，比1970年分别增长97％和

1．99倍(其中中学40所、学生19829人，小学162所、学生41281人，学龄儿童

．入学率达98．7％)，学校种类增加，创办中等专业学校4所，又新办了中等技工学

校2所和职业中学l所。1970年，全市医疗卫生机构36个、医务人员787人，病

床588张，1987年医疗机构增至77个、成员1469人、病床1504张，分别增长

．1．14倍、87％和1．56倍。文化广播电视新闻事业从小到大。1987年市中心区有专

业剧团，公共图书馆各1个，电影院和文化宫(馆)4个，广播听众乡镇通播率达

100％，电视观众混合覆盖率达95％。 ．

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冷水江人民积极投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

命与建设，在政治，经济等方面，已经显示出鲜明的地方特点。 一-

革命老区早在大革命时期，锡矿山就是中共湘区执委开展工人运动的重点

矿山之一。’1925年秋，锡矿山成立矿工会，发展会员25125人，组建中共锡矿山

特别支部，发展党员32人，工人运动如火如茶。在工运影响下，境内乡、村都建

立了农民协会，发展会员5100多人，开展了清算地主豪绅、铲除封建旧习的斗

争。“马日事变”后，湖南政局陡然逆转，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被镇压下去。1927年

5月至次年4月，境内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国民党杀害40多人，其中有深受群

众尊敬和爱戴的工运领袖人物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、中共湖南省委委员

萧石月。红军长征时，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第十六师到锡矿山宣传抗日救国、

开展打富济贫，扩军筹款等活动。离矿时，800多名冷水江儿女随军北上，大多血

染抗日战场．抗日战争时期，中共湖南省委在锡矿山建立区委，发展党员20多

人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。解放战争时期，1949年5月，中共湖南省工委在锡矿山

成立总支委员会，发展党员81人，护矿迎解，使“世界锑都”免遭破坏。总之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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冷水江地处资江北岸，因此处江水较冷，故得地名。1950年6月。建冷水

镇，属邵阳专署锡矿山矿区。1952年8月，改属新化县第二十一区．，1960年2

月，建冷水江市，属邵阳专署。1962年10月撤市，改为冷江特区，属新化县．

1969年10月，第二次建冷水江市，属邵阳专区。1977年9月，划归涟源地区革

命委员会(1982年12月改名为娄底行署)管辖。1986年为湖南省经济计划单列

市和全国对外开放城市，被誉为。年轻的城、光明的城”。1987年全市总面积439

平方公里，设4个街道办事处、12个乡、1个林场，总人口300867人，其中非农

业人口130389人，职-r"66890人。
⋯

、

．‘冷水江市位于湖南中部、资江中游、雪峰山东麓，、、北纬270 307 49∥～270

507 38∥‘，东经111。18
7 57∥～111

o

367 40∥．东抵涟源市，南邻新邵县，

西、北接新化县．北部，东北部及西南面为山，四周向中部倾斜，是一个山、

丘，’岗、平原多种地貌并存的半丘陵半山区。境内矿产资源丰富，已探明的有

锑、铅、锌、钨、铋，钼、’铁，钒、煤、石墨、石灰石、白云石，大理石，硅

石，花岗石及钴、镉，铊，镓，铟等30余种。市境属亚热带湿润性气候区，多年

平均气温16．7℃，降雨量1354．6毫米，无霜期253．4天，四季分明，气候宜人，

雨量充沛，适于各种作物生长．

湘黔铁路贯穿市境东西14．5公里，市内设有金竹山，冷水江东，冷水江西3

个车站。厂矿铁路专用线7条，长19．92公里。公路四通八达，通车里程438．1公

里。、资江流经市境南北19．66公里，可四季通航，上抵邵阳、武冈，下达洞庭湖至

长江．至1987年底，全市已形成向四面八方辐射的铁路、公路、水路综合交通运

输网络。全市设邮电局、分局(所)15处，拥有市内电话交换机总容量800门，

用户交换机容量3800门、自动电话3010门，农村电话交换机容量800门，载波

电话终端机1部，-实现了农村电话载波化、城区电话自动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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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说。如果冷水江人民的子孙后代，在研究他们的前辈所走过的路程

时，觉得前辈们在创造历史的同时所留下的记载这段历史的志书是有

用的，有“资政、教化、存史一的功能。那么，编纂市志的目的也就达

到了，我们也就十分欣慰和非常满意了。 ．
．

中共冷水江市委书记

市志编纂委员会主任

鲁平益

一九九三年六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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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中，冷水江人民在中共领导下，与帝国主义，官僚资本主

义、’封建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．

‘新中国成立后，冷水江人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，继续发扬老区的革命精神，积极
‘

开展土地改革、镇压反革命，实现了对农业、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

义改造，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，并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。在经济建设。

，过程中，虽然遭受了以“高指标风、瞎指挥风、强迫命令风，浮夸风和共产风”为

主要标志的。左”倾严重错误的危害和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挫折，但由于广大干部群众

的努力，工农业总产值仍然以年递增15'／,的速度增长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

随着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；全市城乡广泛注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，各战线和

各地区涌现出大批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，一个讲文明、讲礼貌、讲卫生，讲秩

-序、讲道德、守纪律的社会新风正在形成。 ．

世界锑都锡矿山的锑相传明代末年曾一度开采，误以为锡，故名锡矿山．

1897年经省化验方知为锑。该山锑金属总储量十分丰富，在全世界的总储量中居

第一位．自1898年大规模开采以来，累计产锑总产占全国的1／3，世界的

l／禾产品质量优良，一号，二号精锑和特号锑白多次获国家银质奖，焦锑酸钠

和超微粒氧化锑获湖南省优质产品称号；产品畅销国内，远销美、英、’法，德、。

日本以及苏联等5大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是世界锑品生产的主要基地。由于锡

矿山锑的储量大，产量多，质地优，均居世界之冠，故有“世界锑都”之称。

能源原材料基地冷水江群江南煤海”、。金属之乡一及。太阳城”之称，是湖南
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。境内矿产不仅品种多，而且储量大。在能源矿产方面，有

优质无烟煤和石煤。无烟煤储量达5．5亿吨，占全省的1／6。在金属矿产方面，

有色金属中的锑，储量居世界首位。铅、锌、+钨、钼均属中型矿藏，黑色金属中

‘的赤铁矿也属中型．在化工原料矿产方面，。黄铁矿．化工用灰岩属中型矿藏。在

建筑材料方面，花岗岩属大型，耐火粘土属中型矿藏。全市有矿产地185处，其

中大型4处．中型10处。全市水量亦很充足，可利用的地表水资源总量为124．66

亿立方米，地下水动储总量为O．33亿立方米，合计124．99亿立方米。丰富的矿产

资源和水资源为境内工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，境内就’

开始了锑、煤的开采。新中国成立以来，国家在此投资近8亿元，建立了锡矿山

‘矿务局、。冷水江铁焦总厂、金竹山电厂、。资江氮肥厂、冷水江制碱厂等13家大中
’

t’型企业及2192家小型工业企业，形成了煤炭、电力，冶金，化工，建材五大支柱

产业。1987年，全市能源原材料工业的主要产品年产量有：．原煤320．18万吨，发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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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28．77亿千瓦小时，锑品1．67万吨，生铁20．25万吨，纯碱3万吨，尿素11．34

万吨，龟石0．89万吨，耐火材料2．7万吨，平板玻璃16．02万重量箱，水泥21．7

万吨等，不少产品在省内外，以至国际上都有一定地位。其中闪星牌精锑在国际

市场上列为免检产品，纯碱、火电、硅砖、商品电石，铸造生铁、平板玻璃、原

。煤等7种产品产量分别居全省的第一，二位。1987年，境内向全省输送煤280多

万吨、电20多亿千瓦小时，按吨煤产值和度电产值全省平均水平计算，仅煤、电

两项即为全省实现产值100多亿元，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1／40此外，还有生

铁、化肥，纯碱、电石等产品，廉价输出，有力地支持了全省工农业的发展。

新建山城新中国建立前，冷水江仅有一条房屋低矮、破旧不堪的沿江小

街。．新中国建立后，特别是第二次建市后，‘按照城市规划的要求，采取以冷水江

市中心区为重点、城区适当集中、矿点就近建设的方针进行规划，经过十几年的

努力，冷水江已建设成为一座典型的丘陵山区工矿城市。至1987年底，城区建成

面积达12．7平方公里，房屋建筑面积达304．07万平方米。其中居民住宅建筑面积

134．68万平方米，人均6．13平方米，为1970年的4．47平方米的1。37倍。全市改

建，’扩建城区道路24．11公里。市中心区建成冷锡、冷金、冷新和建新4条柏油街

道，总长5．7公里。街道两旁，·高楼耸立，绿树成荫，玉兰飘香。兴建的自来水厂．

日供水能力达20万吨，其中城建部分3万吨。全市拥有公共汽车59台，为1970

年的19．7倍。城市园林绿化面积49．1万平方米，覆盖率为11．5％。工厂，‘机关、

学校、医院修建的小园林、小花圃、小雕塑，以及池塘、水榭、。亭廊，更增添了

山城秀美，使城市建筑四季掩映在鲜花绿树之中。冷水江还是周恩来总理点名确

定的重点人防城市。1970--1987年，全市共建人防工事6．03万平方米，重点工程

“红日防空洞”迂回通道1768米，总面积1．11万平方米，全洞为整体岩石结构，洞

顶跨度20米，是中南五省结构最好、跨度最大的防空洞。

旅游胜地冷水江市旅游资源丰富多彩，有波月洞、大乘山，红日岭等10处

景点．位于中心区北郊的波月洞为一大型石灰岩串珠状溶洞。该洞进深1700多

米，面积4万平方米，共有大小洞厅27个。目前开放的有13大景区、87个景

点。洞内发育着各种形态的钟乳石，品种繁多，组合复杂，景色奇诡，造型独

特，令人瞠目，有搿神奇的地下宫殿”和“岩溶博物馆”之称。著名电视剧《西游

记》中。猴王初问世”、4三打白骨精”的部分镜头就拍摄于此。1986年该洞被列为湖

南省10大旅游点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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冷水江市的客观条件和基本特点，预示着城市的发展前景有两种可能：

第一种可能是，如果只顾采矿，消耗资源，则资源枯竭，经济萎缩，城市衰

落。冷水江市经济的发展主要是直接消耗资源，初级产品多，产品链条短，经济

效益差，自我发展能力弱，短期行为严重，。缺乏长远的经济发展观念。冷水江市

这种经济结构纯属“输血型”，如果继续这样下去，只顾“母鸡下蛋”，不给“母鸡吃

米”，经济必然萎缩，城市必然衰落。 。

‘

．第二种可能是，如果把资源、地理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，．则工矿城市就会发

展成为现代化的综合性城市。冷水江市丰富的天然资源和优越的地理位置，。十分

有利于经济的振兴．城市的发展。首先，从资源条件看，冷水江因其丰富的矿产

资源和水资源引起了国家的重视。境内先后兴建和扩建了一批电力，煤炭，冶

’金，化工、建材等骨干企业，．各种工业原料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全省乃至全国，发

挥了作为能源，原材料基地的重要作用。其次，从地理位置看，’冷水江地处湘东

．经济发达区和湘西经济开发区的交界点上，东西经济交往有利于经济的开发。同

时，沿湘黔铁路从株洲往西出发，经湘潭、湘乡，娄底、涟源、冷水江，怀化通

向云、贵，川诸省，一串明珠式的城市构成东西经济走廊，’在其两侧，还存在着

一个以冷(冷水江)、邵(邵阳)、娄(娄底)三市为中心的湘中经济区，区内资

’源丰富，能源、原材料工业发达，幅员辽阔，市场广大。冷，邵，娄三市相距约

80公里，是一个以能源、原材料工业为主体的。银三角”．它和以加工工业为主体

的长(长沙)，株(株洲)，潭(湘潭)。金三角”互相呼应，互为补充冷、邵，娄
三市地位相同，条件相似，必然在东西交往中产生激烈的商品竞争．在此竞争

中，。冷水江市在能源，原材料，水源和重工业基础等方面均占有明显的优势。由

此可见，在今后经济发展中，冷水江不仅可以继续发挥基地的作用，而且可以在

推动湘中经济繁荣的新使命中起积极的作用。

因此，冷水江市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应该是：立足现有资源和开发条件，面

向全省、全国乃至全世界，以现有工业为依托，以科技进步为手段，以增长产业

链条为后劲，继续重点发展能源、原材料工业，协调发展乡镇，街道，私营和联

合股份企业，加强城郊型农业，抓好城建和环保，力争在本世纪内，．把冷水江建

成经济繁荣、交通便利、环境优美、人民富裕，具有多功能的，综合性的现代化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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冷水江市人民在热切期待这一目标的早El实现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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